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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收自吸背景校正中杂散光的研究
$

"""杂散光的性质及其对背景校正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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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吸背景校正中不被样品基体吸收的杂散光有不同于氘灯和塞曼背景校正的特殊性#用截止溶

液法检验了杂散光的存在!并用重铬酸钾溶液分子吸收模拟背景吸收的方法研究了杂散光的影响#源于空

心阴极灯光源的杂散光在样品束$常规脉冲低电流%和参比束$窄脉冲高电流%中的比率有很大的差异!前者

比后者更高#这种差异是自吸背景校正误差的重要来源!在高背景校正时引起的误差不容忽视#文章还对杂

散光比率与灯电流"光能量和光谱带宽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杂散光比率与灯电流大小有很

大关系!灯电流大!杂散光比率小!但杂散光比率随灯电流的变化与被检测的分析线能量无直接关系&杂散

光比率随着光谱带宽的减小而降低!其性质类同于连续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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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空心阴极灯的自吸效应校正背景吸收的技术在

<")+

年前后被提出(

<*?

)

!它克服了传统的氘灯背景校正法的

一些缺点!背景校正性能可与塞曼法相比(

C

!

F

)

#自吸背景校

正法已被认可为原子吸收中有效的背景校正方法之一!美国

和日本等国家环保局已纳入标准检测方法中作为背景校正方

法#目前已有一些关于自吸背景校正实际应用上的报

道(

)*<<

)

!但总的来说还并不多!这或许与该技术在应用中的

某些问题以及缺乏性能较好的自吸背景校正商品仪器提供应

用和研究有关#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最近推出了
,Y*;)++

系列高性能自吸背景校正原子吸收仪器#我们在该仪器的研

发过程中对自吸背景校正技术及其应用开展了一些研究工

作!本文主要涉及杂散光的问题#

关于原子吸收背景校正中杂散光影响的专门研究很少!

特别是对自吸背景校正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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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杂散光对自吸背景校正工作曲线形状和曲线翻转的影

响!这里所指的杂散光是不能被分析物的原子所吸收的#他

们将这种杂散光分为能被样品基体$即产生背景的物质%吸收

的和不能被吸收的两部分#

T30L741

(

<D

)进一步研究了曲线变

平和翻转的原因!认为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我们研究的

是杂散光引起的背景校正误差!这里所指的杂散光是不能被

样品基体吸收的部分#实验发现!由于自吸背景校正中杂散

光情况的特殊性!它对背景校正性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

文对源自于光源的杂散光产生的影响和杂散光的性质!对其

与灯电流"光能量"光谱带宽"元素灯种类和波长等方面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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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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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上海光谱
,Y*;)+<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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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具

有高性能自吸背景校正功能#电检测系统经检验在
+

$

!691

范围内样品束和参比束双路信号的同步误差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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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散光检测方法



截止溶液法'用与被测波长相应的"足够浓的吸收物质

溶液吸收后!测得剩余的透过信号值!视其为杂散光成分#

这种方法可能产生对杂散光的估值不足!因为溶液可能吸收

其他波长的光!但这并不影响得出的结论#在
!;?

和
!?F4@

附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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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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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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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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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或较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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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或较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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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必须注意的是!在所有实验测量中均应完全排

除电检测系统零偏!包括暗电流的影响&也尽量减小噪声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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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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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吸背景校正中杂散光的特殊性

杂散光的概念对于原子吸收和背景吸收两者是不相同

的#对于前者而言!杂散光通常指在单色器光谱带宽内空心

阴极灯中杂质或充气气体的辐射光!甚至还包括分析元素自

身发射的非吸收成分!当然也应包括单色器7漏过0的光谱带

宽以外光源辐射的其他波长的光&后者杂散光指的是通过单

色器后能被检测到的光谱带宽波长范围以外的所有波长的

光!这类似于紫外和可见分光光度法中的定义(

<?

)

!只是源于

空心阴极灯光源的杂散光!通常由光源发射的线光谱而非连

续光谱引起#杂散光主要源自于光源$空心阴极灯等%和原子

化器$火焰"石墨炉%的光辐射!并与单色器的性能有关#在

自吸背景校正中杂散光情况与氘灯和塞曼背景校正不同!因

为样品束和参比束的灯电流和光能量都有很大的差别!由此

造成自吸背景校正中杂散光的特殊性!即两束光中杂散光所

占份额$比率%有很大差异#

表
<

列出了若干元素源自于空心阴极灯光源的杂散光#

在自吸背景校正测量方式中!样品束和参比束杂散光比率差

别明显!样品束的高于参比束#文献(

<;

)也给出了若干元素

样品束$常规脉冲低电流%和参比束$窄脉冲高电流%中杂散光

相对水平的数据!但参比束的比样品束高!与我们的结论相

反!这可能是因为研究的对象和关于杂散光的含义不同#下

面将进一步讨论样品束和参比束杂散光比率的差异对背景校

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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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束和参比束杂散光比率的不同对背景校正的影响

假设无吸收时样品束和参比束的光能量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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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果样品和参比光束中有杂散光成分且

所占比率不同!将产生背景校正误差#例如设
K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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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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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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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误差
,

9

与背景值的理论关系如图

<

所示#两光束中杂散光比率相差越大!背景越高!则背景

校正误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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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溶液的分子吸收模拟背景吸收!以检验源自于光

源的杂散光对背景校正的影响$这样可排除原子化器光辐射

和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重铬酸钾溶液在
!;?

!

!?F

4@

有吸收光谱#用
,4!;?&?4@

!

=

M

!?;&F4@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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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作为光源对重铬酸钾溶液标准系列进行吸光度测量!

结果见表
!

#参比束在大吸光度范围均得到对浓度的线性关

系曲线&而样品束曲线除
=

M

灯外都程度不同地向浓度轴弯

曲!在大约吸光度
<

以上与参比束明显偏离!

,4

灯比
6%

灯

更甚#如果将样品束和参比束吸光度的差值即模拟背景校正

的误差对参比束吸光度$背景%作图!将得到类似图
<

的曲线

图形!在高背景时产生背景校正的负误差#分析表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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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相当于在样品束中含有一个不变的非吸收成分!与杂散

光的影响特性相符#参比束灯电流为窄脉冲大电流!杂散光

成分低到可以忽略!因而不影响其吸光度线性#在扣除杂散

光后!样品束也得到与参比束同样的线性!进一步证明了样

品束和参比束杂散光比率的不同会引起吸收曲线的偏离和背

景校正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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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散光与灯电流的关系

用截止溶液法测量了若干元素灯样品束$宽脉冲%在不同

灯电流条件下的杂散光#图
!

给出其中
P5

!

Y9

!

a4

的图形#

可见测得的杂散光比率都随着灯电流的增加而很快降低!然

后变化趋缓#在日本岛津
66*C)++

仪器上测试也得到了类

似结果#此外!用同样的方法测量参比束窄脉冲灯电流与杂

散光关系的情况相似!只是由于窄脉冲通常使用的峰值电流

很大!以至杂散光更低#在自吸背景校正中!由于样品束峰

值灯电流和参比束相比有十几倍乃至数十倍的差异#样品束

灯电流比参比束低得多!致使样品束杂散光比率比参比束高

很多!从而带来背景校正误差!这是自吸背景校正误差的重

要来源#因此!如何减小杂散光特别是样品束的杂散光及其

影响对自吸背景校正方法的实际应用有特殊意义!这将在后

文研究#

;'F

!

杂散光与光能量的关系

光源辐射强度随着灯电流的增加而增大!那么!光强度

的增加是否是杂散光比率减小的直接原因!以下将加以研究

固定灯电流和光谱带宽!利用均匀挡光片衰减光能量!测量

了
P5

和
a4

的杂散光与光能量的关系!图
;

给出的是
P5

杂

散光比率随光能量及灯电流变化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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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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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与灯电流的影响不同!在很大的范围内用均

匀挡光衰减的方法单纯改变光能量!杂散光比率并无明显变

化#这可解释为!均匀挡光衰减了光源辐射进入单色器的所

有不同波长的光能量!也就同等比例地衰减了这些光产生的

杂散光和被检测波长的光#所以!单纯增加光能量不能降低

杂散光比率!杂散光比率随灯电流而变化与能量无关#原因

很可能是灯电流的不同改变了空心阴极灯辐射的被检测波长

的光与其他波长光的相对能量#

;'E

!

杂散光与光谱带宽的关系

对
a4

!

P5

!

,4

等元素进行了检测!图
D

给出了
P5

结

果#实验结果表明!杂散光比率随着光谱带宽的减小而降

低#这是因为杂散光是未经单色器分光的!其性质类同于连

续光谱!随着带宽减小!能量的衰减比分析线快#

;'D

!

杂散光与光源及波长的关系

在差不多相同的波长下!不同的灯产生的杂散光比率也

可能有很大差别#最典型的例子是
=

M

灯!灯电流在大范围

内改变!杂散光都很低#为什么用
=

M

灯
!?;&F4@

测量重铬

酸钾溶液时样品束和参比束吸光度很一致!由此可得到解

释#汞灯
<"+

$

"++4@

的扫描光谱表明!只有
!?;&F4@

谱

线能量最强!其他谱线很少且很弱!这正是在
!?;&F4@

波

长附近杂散光很低"检测不出杂散光的原因#此外!测量波

长的不同将改变它与其他波长辐射光的相对能量关系!也必

将影响杂散光比率#

$%

&

'F

!

@+,1,8./%2:A,/I,,:4/1.

O

8%

&

+/.:0

4

5

,*/1.8A.:0I%0/+

$

J0;;X'X:-

%

<

'

<@6

&

!

'

@6

;

!

结
!

论(

<C

)

!!

在自吸背景校正测量方式中!因样品束和参比束灯电流

相差很大!源自于空心阴极灯光源的杂散光比率差别明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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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束比参比束的高!这种差异是自吸背景校正误差的重要

来源!在高背景校正时引起的误差不容忽视#

源于空心阴极灯光源的杂散光比率与灯电流大小有很大

关系!灯电流大!杂散光比率小&但杂散光比率随灯电流的

变化与被检测的分析线能量无直接关系#

杂散光比率随着光谱带宽的减小而降低!其性质类同于

连续光谱#

致谢'对杨啸涛先生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衷心感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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